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
全责任制》设置了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分管责任人的责任和相关
人员的责任等指标，对未履职或
履职不到位、未及时有效处置食
品安全事故等情形制定了一揽
子追究办法，必能使政绩考核
“金箍棒”最大程度释放出层层
传导责任压力的正能量，筑牢食
品安全的坚固防线和坚实根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近日印发《规定》，提出将食
品安全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认为，《规
定》是第一部关于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食品安全责任的党内法规，
对于推动形成“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权责一致、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尽职免责”的食品安全工
作格局，提高食品安全现代化治
理能力和水平，将产生重大而积
极的作用。

政绩考核是监督、评价、任
用、问责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重
要依据，把某一方面事项纳入政
绩考核内容，显示了这一事项在
党的建设和政府工作中的地
位。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发
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
知》提出，加强对考核的统筹整
合，切实解决多头考核、重复考
核、繁琐考核等问题，简化考核
程序，提高考核效率。在规范和
精简各类考核、防止考核过多过
滥的要求下，明确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政绩考核内容中增加食品
安全工作，无疑进一步凸显了食
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的紧迫性。

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这
方面工作此前中央和一些地方
已在探索实践。如2014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4年食

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要求，各
地要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府
年度综合目标、党政领导干部政
绩考核、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
内容，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属地
管理责任。此次中央就建立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工作
责任制专门制定党内法规，对食
品安全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政绩考核内容作出具体、详
尽的规定，包括明确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
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
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意
味着这项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可望为食品安全提供稳定、
长效的保障机制。

食品安全治理是典型的多
层次、长链条综合治理工程，主
要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食品生
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承担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食品可追溯体
系，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打

击惩戒力度，都是为了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倒逼生产
经营者严格守法、规范经营；二
是各级党委政府、监管部门及相
关职能部门对食品安全承担监
管责任。

第二个层面又可分为两个
层面：其一是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职能部门和相关基层单位
对食品安全承担直接责任，其
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及主要负责
人对食品安全承担领导责任。
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旨在从
落实地方食品安全工作“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和压力入手，通过
各级党委政府及主要负责人，将
食品安全责任和压力传导至食
品安全工作直接责任人，食品
安全工作直接责任人再传导至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人（企业），
通过层层传导不断强化责任、
加大力度，推动食品安全工作

各个环节、链条严格履行职能、
承担责任，最大限度保证食品
安全。

所以，建立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将食品
安全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政绩考核内容，关键要明确和
细化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食品
安全工作上的权责，包括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的责任清单和失职
追责、依法惩处的问责清单。此
次中办、国办印发的《规定》，设
置了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分管
责任人的责任和相关人员的责
任等指标，对未履职或履职不
到位、未及时有效处置食品安
全事故、违规插手干预食品安
全事故或案件处理等各种情形
制定了一揽子追究办法，必能
使政绩考核“金箍棒”最大程度
释放出层层传导责任压力的正
能量，筑牢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
和坚实根基。 （北青报）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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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北京市教
委日前发布的《关于切
实做好2019年学校食
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中小学、幼儿
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
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
责人每顿饭与学生一
同用餐，及时发现和解
决供餐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为减少校园食品
安全问题，各地相继出
台 了 校 领 导“ 陪 餐
制”，标志着校园食品
安全问题趋向规范化
和法治化，也取得了
良好效果。

首先，“陪餐制”可
以给家长和学生吃一
颗“定心丸”。有了校
领导陪伴就餐，学生和
家长更容易相信饭菜
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猜
疑。其次，有利于饭菜
质量的改进，校领导在
食堂就餐，方便对食堂
打分评定，对不合格的
供餐单位可以按照“退
出机制”变更，同时也
便于加强和学生的沟
通交流，有针对性地推
进教学和管理。

保障校园食品安
全，校领导“陪餐制”
迈出了可喜一步，但
根本上还是要建立严
格的监管机制，尤其是学校食堂
的经营管理。在“陪餐制”之外，
还可考虑引入外部监督。例如，
一些地方探索实行学生家长监管
“校厨”制度，这既是对家长的信
任，也实现了学校管理与社会监
督的有效对接。同时，校园食品
安全整治不能停留在制度和法规
层面，必须加强落实，才能切实保
障学生的用餐安全。

□ 韩朝辉

食品安全政绩考核关键要细化权责

近日，上海两位专家在权
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显示，我
国药物性肝损高于西方国家，
各类保健品等属“重灾区”。我
国普通人群中每年药物性肝损
伤的发生率至少为23.80/10万
人，不容忽视。据悉，在我国引
起肝损伤的最主要药物为：各
类保健品和传统药物（占
26.81%）、抗结核药（占21.99%）、
抗肿瘤药或免疫调整剂（占
8.34%）。（2月24日中新社）

过去，大众舆论针对“保
健品”的批评，更多还是集中
于其“没有作用”或“替代药物
使用而耽误治疗”等方面，但
随着越来越多现实案例以及
学术论文的力证，保健品本身

的危害性一面也越来越引发
重视。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
我国保健品已成为引起药物
性肝损伤的主要因素。从这
一角度说，某些保健品就不仅
仅是没用而已，而是有害的。

保健品容易引发药物性
肝损伤，此前公众之所以对此
缺乏感知和警觉，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这一病种自身的隐匿
性决定的：药物性肝损伤缺乏
特异性临床表现和诊断标记
物，故而常常不被发现或不能
被确诊。而现实中，大多数保
健品使用者都是长期服用、习
惯性服用，这无疑大大增加了
脏器负担以及引起肝损伤的
风险。保健品导致药物性肝

损伤，这是一个累积的、渐变
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普通
消费者很难及时察觉到异样。

尽管我们说保健品本质
就是食品，应该是安全的、无
毒无害的，但这一判断，只是
适用于通常情况。比如说，一
些保健品单个来看没有问题，
可是消费者将各种保健品一
起胡吃海吃一通“出事”的概
率就骤增了；再比如说，个别
保健品还真就没做到安全无
害，尤其是某些小厂家由于生
产工艺、流程管控等环节的天
然缺陷，最终导致产品可靠性
难以保障。

通常，正规药物都是在医
师指导下服用的，而保健品是

被营销小哥诱导着、煽动着使
用。这种市场形态和商业模
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保健品会
被滥用，这些都给日后引起
“药物性肝损伤”埋下了祸
根。此外，保健品大多主打
“纯天然无毒无害”，对此民众
也是深信不疑。然而事实是，
许多药材原料因种植土壤的
重金属污染、因保存不当而出
现腐败变质等，均是引起药物
性肝损害的危险因素。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的结
论，让全社会对保健品的潜在
致害性有了更为清晰的认
知。我们期待着类似的学术
成果，能够成为今后优化保健
品监管的强力参照。

近日，故宫火锅店走红，
慈禧同款锅底、圣旨菜单、故
宫印章等，不仅上了微博热
搜，还喜提北京美食热门榜第
一。据了解，该餐厅以乾隆
《紫光阁赐宴图》作为空间主
题呈现，展现皇家礼乐、宴会、
家具器皿、游戏等宫廷文化，
还原宫廷御食的场景和风貌。

在故宫吃顿火锅，拥有真
切的皇家体验，对国人的吸引
力应该是巨大的。据悉，故宫
火锅店开业以来就一直处于
爆满状态，店里在晚上5点半
后才供应火锅，但不少为火锅
而来的食客下午就在门口排
起长队。该餐厅，已经成了北
京新晋打卡地。

接地气地用火锅将普通

民众与故宫文化连接起来，形
成餐饮消费和文化创意的极
致融合，不仅让故宫文化呈现
得更灵活生动，也更易入民众
的心。故宫火锅店，是将传统
文化融入到了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中，对于学习传统文化
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也能强化
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乃
至更高层面的文化自信。这
种传统文化的生动化推广，有
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社会
应该喜闻乐见的转变。

可是，也有很多网友认
为，这是否有“过度营销”之
嫌？之前是口红，现在又是火
锅店，故宫现在是不是过于商
业化了？毕竟故宫是历史文
化底蕴的象征，这样宣传总会

被“玩坏”吧？
网友们产生这样的想法

可以理解，破旧立新的过程中
产生质疑是在所难免的，有阻
碍也是正常的。可探索和创
新，依然应是我国传统文化未
来的主要方向之一。营销与商
业的本质追求，就是服务更多
人，“圈粉”更多人。在这样的
本质助推下，我们的文化宝库
迎来了“流量”爆发，让越来越
多国人更了解故宫，更热爱故
宫文化。试问，这样不好吗？

我们判断一件事值不值
得做，有没有价值，最终要看
效果导向，不是将传统文化
“束之高阁”就能做到的。故
宫火锅店这种具体的载体，其
传承文化的现实效果也证明

了现实对其的实际需求。往
市侩里说，故宫文化的消费化
呈现，也有助于故宫更好地保
护文物、传承文化，守护故宫
之美。

当然，目前无论是故宫口
红还是故宫火锅，都在品质层
面受到一定质疑。就拿故宫
火锅来说，有消费者认为，价
格稍贵，光汤底就128元，人均
消费价格在200元左右，也有
消费者表示，等位没有零食和
水，和专业火锅店相比还有些
距离，味道没有那么好，性价
比较低。对于这些批评建议，
火锅店还应虚心接受，积极改
进。要知道，优质文化品牌进
行营销，这没问题，但必须有
品质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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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健品致害性应保持警惕

营销文化还应有品质兜底

□ 然玉

□ 默城


